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煤工尘肺结核的生存分析

淮南矿务局职防院 ( 2 32 0 3 3) 洪 流

提 要 对 161 例煤工尘肺结核住院病例的生存研究结果表明
,

5 年
、

10 年和 15 年生存率分别 为

71
.

14 %
、

58
.

97 %
、

4 3
.

5 6%
,

明显低于该矿的尘肺患病人群的生存率
。

经 C O X 模型分析结果提示
:

终

检时年龄
、

接尘年代
、

最初合并结核时的尘肺期别
、

细菌学情况
、

合并肺心病
、

气胸为影响本组尘肺结

核患者远期生存的危险因素
,

相对危险度分别为 。
.

82
、

。
.

83
、

。
.

61
、

2
.

55
、

1
,

49
、

1
.

68
,

为尘肺结核

的防治提出有指导意义的见解
。

类键词 尘肺 结核 生存率 C O X 模型

肺结核作 为尘肺这一职业病的重要合并

症之一
,

严重影响着职业人群的生命健康
。

本

文以淮南矿务 局某矿 的尘肺结核住院病例为

对象
,

作回顾性前瞻研究
,

以探讨尘肺结核的

远期生存情况和影响因素
。

1 对象和方法

1门 病例选择
:

全部病例为淮南矿务局某矿

1 9 7 9 年 1 月 1 日至 1 9 9 3 年 1 2 月 3 1 日止 1 5

年间尘肺结核住院病例
,

共 1 16 例
,

年龄 56 一

85 岁
,

均系局 尘肺诊断组和临床 医生依我国

1 9 8 6 年尘肺诊 断标准和中华医学会呼吸系病

学会规定的诊断标准作综合诊断
。

1
.

2 调查 内容和方法
:

调查全部病例的职业

史和 病历资料
,

填写统一编码调查表
,

并反复

核对
,

以保证资料的可靠和完整
。

1
.

3 判断标准
:

l( ) 死亡
:

死于本病或合并

症者
,

如大咯血窒息等
,

为死亡病例
。

(2 ) 截

尾数据
:

失访
、

观察期 内死于其他原因者
,

如

脑庙
、

外伤
、

意外事故等和观察期末仍存活者

均列 为截尾数据
。

1
.

4 统计分析方法
:

利用 S T A T A 软件
,

在

A S T / 2 8 6微机上
,

依编码调查表建立数据库
。

用寿命表法分析各时期的生存率川
,

并 以该矿

尘肺病员资料为参照标准
,

计算期望生存率
。

最后应用 S T A T A 软件进行 C O X 比例危险回

归模型 ( C o x ` s p r o p o r t i o n a l h a z a r d s r e g r e s s i o n

m od
e
l) 分析影响本组患者生存的因素

,

绘制生

存 曲线
,

表 1 为量化调查表内容
。

表 1 变量编码调查表主要内容

变 量 编 码

终检年龄 ( X 2) 连续变量

接尘年代 ( x 3) 连续变量

接尘工 龄 ( x 4) 连续变量

终检时尘肺期别 ( X )S l 期
:

X S一 1

l 期
:

X S = 2

l 期
:

X S一 3

最初合并结核时的尘肺 l 期
:

X 6一 1

期别 ( X 6 ) l 期
:

X 6 = 2

皿期
:

X 6一 3

平均住院天数 ( X 7) 连续变量

住院次数 ( X )S 连续变量

存活时间 ( T , m e
,

月 ) 连续变量

截尾情况 D e a t h一 o 截尾 D e a t h 一 l 死亡

胸痛 ( X g ) X g = 0 无 X g = 1 有

咳嗽 ( X l o ) X l o = 0 无 X I O一 l 有

咳痰 ( X l l ) X l l = o 无 X l x一 1 有

气急 ( X 1 2 ) X 1 2 = 0 无 X 1 2一 l 有

盗汗 (X 1 3 ) X 1 3 = o 无 X 1 3 = 1 有

发热 ( X 1 4 ) X 1 4一 。 无 X 1 4 = 1 有

细菌 学情况 ( X 1 6) X 16 一 O 阴性 X 16 一 1 {朴卜

肺心病 ( x 17 ) x 17 一 。 未合并肺心病

X 17 一 1 合并肺心病

气胸 ( X 1 8 ) X 1 8 = O 无

X 18 一 1 左侧气胸

X 1 8一 2 右侧气胸

X 18一 3 双侧气胸

糖尿病 ( X 1 9 ) X 19 = o 无 X 1 9 = 1 有

心脑血管疾病 ( X Z o ) X Z O = O 无 X 2 0一 1 有

吸烟 ( X 2 2 ) X 22 = o 不吸烟

X 22 一 1 吸烟

2 结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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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.

1 生存率
: 1 16 例尘肺结核患者 中

,

共死

亡 65 例 ( 56
.

03 % )
,

其 中死 于本 病 63 例

( 5 4
.

31 % )
。

应用寿命表分析
,

本组尘肺结核患

者 5 年
、

10 年
、

15 年生存率分别为 71
.

14 %
、

58
.

97 %
、

4 3
.

5 6 %
,

而 期 望 生 存 率分 别 为

9 5
.

1 5%
、

5 4
.

5 2%
、

7 2
.

9 7%
,

年限越长
,

两者

差别越大
。

生存率曲线见下图
。

续表 2

月士 S E

平均住院天数 ( X 7)

住院次数 ( x s)

胸痛 ( X g )

咳嗽 ( X l o )

咳痰 ( X l l )

气急 ( X 1 2 )

盗汗 ( X 1 3 )

发热 ( X 1 4 )

细菌学情况 ( X 1 6)

月市心病 ( X 1 7)

气胸 ( X 1 8 )

糖尿病 ( X 1 9 )

心脑血管疾病 ( X 2 0)

吸烟 (X 2 2 )

0
.

0 0 0 8士 0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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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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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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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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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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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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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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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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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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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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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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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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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14 6

78

2 7

0
.

1 52

2
.

O
.

0
.

0 0 2
译

8 1 0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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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2 7 4 9

0
.

9 5 4 8士 0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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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5 1 7 8

0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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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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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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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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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4 0 3 5

0
.

7 0 5 5士 0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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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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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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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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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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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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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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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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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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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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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.

2 影响生存因素
:

首先将各因素逐个引入

模型
,

观察单一因素对生存率的影响
,

然后将

全部因素和可能的交互作用因素引入模型
,

应

用后退法将作用不显著的因素逐个剔除
,

直至

模型中因素全部显著为止
。

共有 6 个因素即接

尘年代
、

终检时年龄
、

最初合并结核时尘肺期

别
、

细菌学情况
、

合并肺心病
、

气胸进入模型
,

是影响本组尘肺结核患者生存的危险因素
,

其

相对危险度分别为 0
.

8 2
、

O
·

8 3
、

O
·

6 1
、

2
·

5 5
、

1
.

4 9
、

1
.

6 8 ( P < 0
.

0 1 或 0
.

0 5 )
,

见表 2
、

表 3

(盗 汗因素由于调查后统计未出现 阳性结果
,

故未进入计算 )
。

表 2 单因素 C O X 模型分析结果 a( 一 。
.

0 5)

变 量 日士 S E R R P

终检年龄 ( X Z ) 一 0
.

1 1 0 5士 0
.

1 8 3 9 0
·

8 9 0
.

0 0 0 1
.

接尘年代 ( X 3 ) 一 0
.

0 2 9 9士 O
·

0 1 6 1 0
·

9 7 0
·

0 6 6

接尘工龄 ( X 4 ) 0
.

0 0 2 3士 0
.

1 7 5 8 1
.

0 0 2 0
.

8 9 6

终 检 时 尘 肺 期 别
0

.

2 5 8 1士 0
.

2 2 4 6 1
.

2 9 0
.

2 5 3
( X S )

最初合并结核 时 一 Q
.

1 8 2 0士 0
.

1 5 7 1 0
.

8 3 0
·

2 4 9

尘肺期别 ( X 6 )

表 3 多 因素 C o x 模型分析结果 a( 一 。
.

0 5 )

变 量 p士 s E R R 尸

终检年龄 ( X Z ) 一 0
.

1 9 3 1士 0
.

0 3 0 3 0
.

8 2 0
.

00 0 1

接尘年代 ( X 3 ) 一 0
.

1 9 0 6士 0
.

0 3 9 9 0
.

8 3 0
.

0 00 1

最初合并结核时 一 0
.

4 9 5 6士 0
.

1 9 5 1 0
.

6 1 0
.

0 2 3

尘肺期别 ( X 6)

细菌学情况 ( X 16 ) 0
.

9 3 4 3士 0
.

3 9 1 3 2
.

5 5 0
.

0 1 9

肺心病 ( X 17 ) 0
.

4 02 3士 0
.

6 2 8 8 1
.

4 9 0
.

0 28

气胸 ( X 18 ) 0
.

5 1 6 5土 0
.

1 8 7 1 1
.

6 8 0
.

00 7

(表中因素是最终建模因素 )

3 讨论

1 9 7 2 年 C o x D R 提出了比例危险模型
〔, 〕 ,

为生存分析提出了一种新的统计分析方法
,

从

此
,

CO X 模型广泛应用于流行病学病因探索
、

预后分析和临床流行病学
〔 3〕 ,

也有作者应用于

职业病的疗效和预后分析中
以〕 。

有文献报道
,

尘

肺结核生存的影响因素可能有
:

年龄
、

合并症如

肺心病
、

气胸等
。

本文 C O X 模型分析结果是
:

终检时年龄
、

接尘年代
、

最初合并结核时的尘

肺期别
、

细菌学情况
、

合并肺心病
、

气胸是影响

尘肺结核生存的危险因素
,

而编码调查表中其

它因素的作用无显著意义
,

未进入模型
。

终检时的年龄提高
,

即是寿命延长
; 而接

尘年代亦作为负的危险因素之一
,

可能与粉尘

浓度有关
,

即接尘年代越靠后 (年代越近 )
,

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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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防尘致粉尘浓度下降
,

对机体的损害减轻
,

则观察期生存率提高
。

对此
,

相关文献报道甚

多
。

最初合并结 核时的尘肺期别作为负的危

险因素之一
,

内涵结核与尘肺相伴随的情况
。

有研究报道
:

尘肺合并结核后促使尘肺进展
,

同时尘肺也加重结核的恶化
〔5 〕 。

本文提示
:

仅

在高尘肺期别时合并结核
,

与在相对低尘肺期

别时合并结核而相伴随进展的情况相 比
,

对机

体的影响减小
,

则生存率提高
,

这对尘肺结核

的防治有指导性意义
。

痰菌阳性患者 比阴性患者生存率下降
,

提

示治疗效果不佳
、

结核活动
,

而导致对机体的

损害加重
,

故寿命缩短
。

而合并肺心病
、

气胸后生存率下降
,

与资

料报告一致
〔 6〕 。

4 结论

对 1 16 例 尘 肺 结 核 资料 应 用 寿命表 和

C O X 模型进行 回顾性前瞻研究表明
:

尘肺合

并结核后较单纯尘肺生存率下降
,

随年限延

长
,

差别也增大
。

并提示尘肺结核的防治重点
,

应放在年龄偏大
、

接尘年代早
、

在低尘肺期别

时合并结核和痰菌阳性
、

有肺心病
、

气胸等多

项合并症的患者和人群上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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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氮釜内作业引起窒息致死 1 例报告
林 贝

,

1民
`
梁乡匕瑞

2

李某
,

男
,

26 岁
,

1 9 9 1 年 8 月 17 日 16 时入釜进

行清理工作
。

清理前
,

为防爆向釜内充氮气
,

使氮含量

达 99
.

8 % 以上
。

李某带好供给新鲜空气的头盔式长管

防毒面具
,

按程序做好检查后
,

由直径为 64
c m 上孔进

入 2 X .4 6 X 2
.

5m `
的釜 内清理聚丙烯残渣

,

釜外上孔

有人监护
。

作业 10 分钟
,

监护人见李某头盔脱落
,

头

外露
,

监护人立即戴上防毒面具下釜 内
,

将其救出
。

此

时李某呼吸
、

心跳停止
,

立即胸外按压
,
口对 口呼吸

,

并及时呼叫医务人员施行气管插管吸氧及心
、

肺
、

脑复

苏抢救
,

均无效而死亡
。

尸检发现
:

尸斑呈暗红色
,

指压不退色
,

睑结膜及

球结膜有点片状血斑
,

气管内有灰色半流动异物
,

并有

醇味
,

双下肺叶支气管被食物及分泌物阻塞
,

证明为呼

吸道阻塞窒息死亡
。

讨论
:

在事故当 日中午李某饮啤酒 1 4 00 ml
,

下午

入 釜前又饮汽水若干
。

由于饮入大量的产气饮料以及

作业时必须弯腰下蹲方能操作
,

因此造成腹压增高
;

饮

酒又使责门括约肌松弛
,

胃内容物易反流
,

加之头戴防

毒面具迫使反流胃内容物吸入呼吸道
,

促使本能摘掉

面具
,

患者处在 99
.

8 %高氮无氧环境中
,

高浓度氮也

可引起单纯性窒息
。

本病例提示从事此类工作人员应注意以下几点
:

( 1) 入釜作业前禁止饮酒及产气饮料
; ( 2) 入釜作业前

带好防毒面具后
,

除按程序检查其完好无损外
,

还应反

复做几次弯腰
,

下蹲等作业体位
,

确感无不适
,

方能入

釜操作 ; ( 3) 入釜内后不得摘下防毒面具
,

釜外必须有

监护人员
。

(收稿
:

1 9 9 5一 0 2一 2 5 修回
: 1 9 9 5一 0 7一 3 1 )

1
.

大连开发 区卫生防疫站 ( 1 1 6 6 0 0)

2
.

大连石化公司有机合成厂卫生所



C h i n e s e J o u r n a l o f I n d u s t r i a l M e d i c i n e

V o l u m e g r e b r u a r y 1996 N u m b e r
l

P r i m a r y s r u d y O n I
e u

k
o e y t e a n d b一o e h e

m i s t r y e h a n g e s I n t h e p n
l m

o n a r y e i r e u l a t io n o f r a t s a t t h e e a r ly s r a g e o f

a e u t e r e s p一r a t o r y d is t r e s s s y n
d

r o m e
( A R D S )

C h
e n X ia o d o n g

, e t al
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

… … ( 1 )

A r e t r o s P e e t i v e e o h o r r s t u d y b
e r w e e n w o o d d u s t a n d e a n e e r

Y a n g Y u e
li

n , e r a
l

E p id
e
m io l

o g ie a l s t u d y

G
o n g eD

r i a n , e t a
l

o n l u n g e a n e e r i n w o r
k

e r s e x p o s e
d t o a s p h a

l t

A l
o n g

一 t e r m s u r v i v a
l

s t u d y o
f

e o a
l w o r

k
e r 、 p n e u m o e o n i o s l s 一 t u

b
e r e u io s 一s

H
o n g L iu

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 ·

… …

mùE p id
e m io lo g i e a

l
s u r v e y o

f m
a
l
l g n a n t t u

nr
o r s a

m
o n g r h e w o r

k
e r s s

h
a
l
e r e

f
i n e r y

W
a n g J in g h e , e r a

l

A L o n g
一

t e r m S u r v i v a l S t u d y o f C o a l W o r k e r 、

P n e u m o e o n i o s i s
一

T u b e r c u i o s i s

H o n g L i u

A l
o n g

一 t e r m s u r v l v a l s r u d y o n 1 1 6 h o s p l t l a
l
一z e d

P a t ie n t s o
f C o a

l W
o r e

k
e r ’ 5 P n e u

m
o e o n l s 一、 ( C W P )

一

T u -

b
e r e u i o s i s

.

T h e r e s u
l t

s s h o w e d r h a t a
f
t e r f o l lo w

一 u p f
o r

5
,

1 0 a n
d 1 5 y e a r s , r h e s u r v iv a l r a t e s w e r e 7 1

.

1 4厂
,

5 8
.

9 7 %
a n d 4 3

.

5 6厂
r e s p e e t : v e l y

,
a n d a l l w e r e o b v 卜

o u s
ly l

o w e r r
h

a n r h e p o p u l a t l o n o
f C W P w l t h o u r t u -

b e r e u l o s 一5 I n t h
e s a

m
e

m
l n i n g d i

s t r l e r
.

T h
e r e s u

i
r s o f

C o x ,s m
o d e l a n a l y s l s s

h
o w e d t h a [ th e a g e o f d

e a rh
, e x -

P o s u r e d u r a r io n ( y e a r )
, s t a g e o

f C W P w h e n e o n e u r r e n t

T u b e r e u io s i s w a s
f
. r s t d l a g n o s e d

, t a
b

e r
d

e
b

a e 一
11
一 , e o

m p
-

n ie a t io n o
f

e h r o n 一e e o r p u
lm o n a l e , o r p n e u

m
o t h o r a x

w e r e t h
e r is k f

a e t o r s i n f l
u e n e i n g t h

e
l
o n g 一 t e r

m
s u r -

v i v a l o f t
h

e C W P
一
T u b e r e u i o s i s

.

T h e r e la t iv e r is k
r a t e s

w e r e 0
.

8 2
,

0
.

8 3
,

0
.

6 1
,

2
.

5 5
,

1
.

4 9
,

1
.

6 8 r e s P e e t i v e l y
.

K e y w o r d s :
C W P

,

T u b e r e u l o s z s , s u r v l v a
l

r a r e ,

C o x 从 p r o p o r t l o n a
l h a z a r

d
s r e g r e s s l o n

m
o
d

e
l

E P i d e m i o l o g i c a l s u r v e y o f M a l i g n a n t T u m o r s

A m o n g t h e W o r k e r s i n S h a l e R e f i n e r y

W a n g J i n g h e , e t a l

T h e s u r v e y s h o w e d t h a r th e S M R o
f l u n g e a n e e r

a m o n g w o r
k

e r s e x p o s e d r o t h e p r o e e s s e s o
f

s h a
l
e d r y

d 15 t i ll a t l o n o r e r u d e 0 11 p r o e e 、 s i n g w a s o b v l o u s l y I n -

e r e a s e d
.

T h e d e a t h o
f w o r

k
e r s w i t h l

u n g e a n e e r w a s

e
l
o s e

l y
e o r e

l
a t e d w i t h t h

e e x p o s u r e
d

e g r e e ,

w h l e h s u g
-

g e s t e d t h e r e w a s a d o s e e f f e e t r e
l
a t l o n s h l p b

e r w e e n

t h
e
m

.

T h e e a u s e s o
f h一g h S M R 一n e a n e e r s o f l l v e r e s o p h

-

a g u s a n d lu n g w a s s t il l o n e le a r
.

K e y w o r
d

s : s
h

a
l
e r e

f i
n e r y , t u m o r , e p id

e
m io l

o g i e a
l

S U T v e y


